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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摄

“真没想到，义乌还有这么好玩的
地方，我以后会带更多人来，也欢迎
大家来。”近日，在佛堂老街的韵和书
院里，来自浙江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的外国学生马元章，参加“义路同
行——全球青年创业培训计划”活动
时说。

自去年 12 月开业以来，佛堂韵和
书院已成为不少居民及来往游客的

“打卡点”。韵和书院不仅仅是一家书
店，还是一座茶文化主题馆和非遗学
堂。书院以中国传统茶文化和非遗文
化为核心，推出古法造纸、雕版印刷、
茶百戏、杆秤制作、算盘制作等非遗体
验活动，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
助力佛堂文创经济快速发展。

“茶上面还能写字，真的是太神奇
了。”一名外国学生亲身体验了“茶百
戏”后惊喜地说道。据悉，“茶百戏”又
称分茶、水丹青、汤戏、茶戏，是我国
珍稀的文化资源，其液体表现字画的
独特艺术形式，充分表现了中华艺术

的意境美、线条美和朦胧美。活动当
天，与马元章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二
十余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学生，在
体验雕版印刷、“茶百戏”、汉服等传

统文化，品尝老街麦角、浮桥纤面等
特色美食的同时，感受中西方文化的
差异。

“就是想典藏好书，弘扬传统文

化。”韵和书院负责人吴艾倩谈起书院
成立的初衷时说。1992 年，吴艾倩开始
从事图书策划出版事业，2002 年首创
图书商场超市连锁经营模式，2010 年
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富义仓内成立了首
家韵和书院，2019 年在佛堂老街成立
韵和书院义乌店……20 多年的书海耕
耘，吴艾倩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的
就是心中的图书情结。吴艾倩表示，现
代人活得匆忙且单调乏味，书院可以
让大家有机会坐下来，去体验读书的
快乐、泡茶的情趣，感受非遗等传统文
化，忘掉工作和烦恼。

“韵和书院,大隐于市。书院的经营
不在于创新多少吸引人的模式,而是对
文化的通透认知,经营细节上的‘用
心’，而‘用心’的背后是主人。”佛堂韵
和书院开业以来，已邀请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不定期开办非遗课堂数十场，众
多书画家、学者、作家等前来品茗交流。
同时，通过举办韵和国学大讲堂、诗歌
朗诵会、晒书节等特色活动，不仅聚集
了人气，还为国学爱好者提供了交流、
学习的平台。

韵和书院：大隐于市“用心”生活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10 月 26 日晚，市武术协会 30 余
名协会理事成员正在老拳师龚金塔老
师的带领下学习义乌传统武术“金台
拳”。据悉，金台拳作为一门失传千年
著名拳法，如今在义乌市武术协会的
努力下“复活”。12月初举行的义乌市
第十届“武林大会”开幕式上，它将向
公众揭开神秘的面纱。

民间有一句话：“王不过霸，将不
过李，拳不过金。”霸即西楚霸王项羽，
李指西汉飞将军李广，金就是指金台。
据传，金台是北宋名武师周侗的师父，
周侗又曾是岳飞、林冲等的师父。金台
拳，拳法周密，步法严谨，攻守兼备，变
化莫测，为拳法的先祖。《金台传》记
载，金台为义乌佛堂金庄人。

金台拳的复苏离不开龚金塔和诸
位义乌武协老拳师的努力。作为一门
长期存在于民间口耳相传中的神秘拳
法，金台拳一直没有显露过它真正的
模样，直到 2010 年的一天，中国武术
博物馆收藏到一套民国早期版本的

《金台拳谱》，并将拳谱赠送给义乌市
政府。《金台拳谱》回归义乌后，义乌市
政府立即着手这套拳法的“复活”工
作。义乌市武术协会召集了好几位武
术界的元老，希望他们能担负起将金
台拳从单一拳谱向实战拳术套路转换
的重任。

龚金塔是义乌小有名气的老拳
师，熟练五虎拳、凤阳七星拳、少林拳
等拳种，也带出了一批出色的徒弟。拿
到《金台拳谱》后，当时已年过六旬的
他立即投入研究。那段时间，龚金塔脑
子里每天都是拳谱，常常要研究到深
夜两三点。由于拳谱中的文字注解全
是繁体字，为了理解文字的意思，他先
后请教语文老师和武术界权威前辈，
还请来毕业于浙江大学武术专业的徒
弟对他研究的金台拳进行规范。

2017年，经过多年废寝忘食的研
究，龚金塔终于吃透《金台拳谱》，让这
套拳法重焕新生。那一年，市武术协会
在龚金塔的老家佛堂镇毛陈村举办了
隆重的金台拳开学典礼，来自义乌佛
堂、义亭、廿三里等镇街的武术爱好者

开始跟随他学习金台拳。
据介绍，《金台拳谱》分为八卦掌、

降妖拳和猴拳。龚金塔说，金台拳看似
简单，其实变化万千。如八卦掌中有一
幅“定中原”拳谱，一幅图中就包含了
身体多个部位的抓、跳、翻等攻防动
作，要领悟其攻防精髓是最难之一。

“如今，义乌真正能熟练金台拳的不过
十多人。”

市武术协会主席吴冬虹表示，义
乌是著名的“全国武术之乡”，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种种因素的影响，义乌
传统武术却面临着失传的问题。“传统
武术是义乌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抢救、
挖掘、整理和传承传统武术也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他说。目前除了金台拳，
义乌市武术协会还在积极进行五虎
拳、戚家拳、四门板凳等义乌传统武术
的整理和推广工作。

“王不过霸，将不过李，拳不过金”

失传千年的金台拳重现义乌

▢ 通 讯 员 何国华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10 月 25 日，市越剧联谊会少儿班
的“小戏骨”走进怡乐新村，让精彩的越
剧表演陪伴怡乐新村的老人们度过了
一个愉快难忘的重阳节。当天，越剧联
谊会也在义乌市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
心挂牌入驻。

签约挂牌后，越剧联谊会将携手怡
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共同推动怡乐
新村养老文化建设，让入住怡乐新村
的老年朋友经常有戏看，时常有戏听，
并免费定期为怡乐新村住养老人提供
越剧教学课程，让大家从实践中切身

感受戏剧之美。
“在未来的日子里，除了在怡乐新村

开展常态化的公益演出活动外，我们还
要定期深入护理区，走近失能失智老年
朋友的病榻床头，为他们表演越剧。”越
剧联谊会负责人说，未来他们将会以怡
乐新村为起点，将尊老爱老助老公益演
出和送温暖献爱心活动逐渐辐射至全市
14家养老机构。

推动新时代文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越剧联谊会入驻怡乐新村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统戏剧类项目
的活态传承，推进传统戏
剧项目活起来、传下去，近
日，浙江省传统戏剧师带
徒（婺剧）培训班在义乌市
婺剧保护传承中心举行开
班仪式。

本次培训特邀汪世瑜、
林为林、徐延芬、徐勤纳、

周子清、吴淑娟等浙江省
戏剧专家们和义乌市婺剧
传承保护中心的楼巧珠、
汤义波、陈锦霞、梅雪应四
位老师为学员们授课，教
授 传 统 戏 剧 表 演 理 论 知
识、戏剧音乐、身段组合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30 名来
自各个婺剧院团和民间艺
术团体的培训班学员，在
义乌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
参加为期15天的培训。

省传统戏剧师带徒（婺剧）
培训班在义开班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10月24日下午，稠城街
道举行“亲子市集·旧物新
生”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以闲物置换为主题，本
着“俭以养德，资源共享”的
环保理念，积极引导参与活
动的 15 组亲子家庭，通过

“以物易物，以物交友”的方
式，将勤俭节约的意识植入
心田。

看过的书籍、用过的文
具、手绘的画作、昔日的玩
具……当天下午 1 点，孩子
们早早地来到活动场地布
置自己的“摊位”。“走过路
过，不要错过，都来瞧一瞧，
看一看！”为了招揽生意，小
摊主们使出浑身解数吆喝
开来。小顾客们在各个摊位
前流连忘返，或相互交换或
兜售出卖，交易热情高涨，

家长们也在一旁卖力地出
谋划策，志愿者们则热情地
向群众提供便民服务，现场
气氛非常活跃。

“以前总觉得女儿胆小
内向，今天看她很主动地拿
着自己的玩具去跟其他小
朋友交换，而且全程一次都
没有过来喊我去帮忙，说实
话，很震惊，也很欣慰。”一
位小朋友的妈妈开心地表
示，希望以后能经常举行这
样的活动。

“此次活动旨倡导一种
‘最大的环保是物尽其用’理
念，培养辖区青少年儿童践
行低碳环保、勤俭节约的生
活方式。”稠城街道活动发起
人表示，接下来，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将精准对标群众
需求，在弘扬“崇尚节俭，传
承美德”中不断丰富新时代
文明实践形式。

旧物焕新生 爱心不闲置

稠城街道开展
亲子环保市集活动

参加活动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乐在其中。

▶小戏骨带来精彩的少儿越剧表演。

龚金塔老师（左一）正在教导武术协会理事练习金台拳。

金台拳看似简单，其实变化万千。

韵和书院义乌店负责人吴艾倩展示抹茶制作工艺。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10 月 18 日上午，爱心
残疾人之家来了一群特殊
的客人——文联古今文学
研究院“中国强·义乌美”采
风团。采风团成员为在爱心
残疾人之家生活和工作的
特殊人群送去书籍与礼品，
让他们感受来自义乌文学
界的关爱和温暖。据悉，这
是古今文学研究院开展的

“中国强·义乌美”第 24 站
采风活动。

稠江爱心残疾人之家
内，技能培训区、康复服务
区、文体活动区分区明确。
在市爱心助残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负责人龚爱珍的带
领下，采访团成员参观了义
乌市爱心残疾人之家。

据悉，目前全市有佛堂
镇协心残疾人之家、上溪镇
幸福汇残疾人之家等 14 家

“残疾人之家”。其中，稠江
爱心残疾人之家已收纳 60
多名残疾人，年龄最小的
23 岁，最大 58 岁。他们当
中，有不少是智力、精神和
重度肢体残疾人，因自身生
理、心理和社会环境障碍等
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力市
场实现就业，主要依靠家庭
成员供养或社会救助来生
活，是残疾人中最困难的就
业群体。“他们在这里实现
了就业，都很高兴，早上很

早就来上班了，真的是把这
里当成了家。”龚爱珍说，爱
心残疾人之家为特殊人群
提供了各种就业培训。比
如，随着直播带货的潮流兴
起，他们与各领域积极组建
助残联盟，为残疾人提供直
播培训，尽力让他们实现自
给自足。

“在 这 里 上 班 很 开 心
的 ，一 边 工 作 ，一 边 做 康
复，平常还有唱歌、讲故事
等文娱活动。”48 岁的郑女
士告诉记者，她住在稠江
高新社区，与爱心残疾人
之家很近，自去年 10 月来
这里上班后，没请过一天
假。她特别喜欢在这里做
一些轻便的手工活，愉悦
身心还能赚到钱。

“ 这 里 还 常 有 爱 心 人
士 来 看 望 ，大 家 一 起 联
欢。”无法行走的小罗说，
在爱心残疾人之家，大家
团 结 互 助 ，一 起 做 康 复 ，
一起做手工，有时还一起
坐 车 去 逛 展 会 、看 演 出 ，
生活很丰富。

采 风 团 负 责 人 、中 国
作协会员徐敢介绍，这是
义乌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
首次组织作家、诗人走进
义乌助残中心。通过聆听
助 残 故 事 ，感 受 助 残 心
声，不仅有了很多创作灵
感，更重要的是增强了采
风团成员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强·义乌美”采风团
走进稠江爱心残疾人之家


